
辽宁省疾控中心
和沈阳市疾控中心提
醒大家：

假期出行归来，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最好主动进行一次
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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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6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本土新冠病毒阳
性感染者 14例（7例确诊+7例无症状），涉及黑
龙江哈尔滨市、福建厦门市、云南瑞丽市、新疆

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可克达拉市62团。

截至 2021 年 10 月 7 日 9 时，全国高风险地
区有 2 个，分布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和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中风险地区有 22 个，其
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8个、绥化市1个、福建省
厦门市3个。

国庆长假结束，外出旅游、探亲、休假人员
陆续返沈，辽宁省疾控中心和沈阳市疾控中心
提醒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假期出行归
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最好主动进行一次核酸
检测。

省外归来核酸检测。鉴于目前疫情传播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省外来（返）沈人员，需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并提供给社区、单位和酒店查
验。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具前，暂时休息不要出

入公共场所、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抵
沈后1周内再进行1次核酸检测。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旅途中要持续做好
自 我 健 康 监 测 ，旅 行 归 来 还 应 自 我 观 察 14
天。密切关注自身和家人的身体状况，一旦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
等不适症状，要提高警惕，采取防范感染他人
的措施，及时到具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
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
触史。

密切留意疫情走势。如发现近 14 天到过
出现疫情地区或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
集，必须第一时间主动向社区（村屯）和单位报
备，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医学观察、健康监测等
疫情防控措施。时刻注意个人防护。自我健
康监测期间，尽量减少和他人接触，减少聚餐

聚会，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养成规范佩戴口
罩、注意咳嗽礼仪、勤洗手、常通风、不扎堆、少
聚集、分餐制等良好卫生习惯。

境外归来提前报备。入境人员来（返）沈
要提前向目的地社区（村屯）和单位做好报
备，主动提供个人信息、入境时间、第一入境
地、返沈航班班次、联系方式等，配合落实好
点对点闭环管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防控
措施。

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能
有效预防感染，降低重症、危重症和病亡发生
率。为了您和社会的健康安全，请适龄无禁忌
症人群履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公民义务，积极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降低自身感染和发病
风险，共同构筑人群免疫屏障。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省市疾控提醒：省外归来需核酸检测

“双减”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假期，沈
阳市持续发力，严查校外培训机构，坚
决对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说“不”！

9月29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
发了《关于做好国庆节期间“双减”工作
的通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工作要求，
持续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巩固暑期
以来“双减”工作成果，切实保障中小学
生休息权利。10月1日起，各区县（市）教
育、市场、公安、执法、卫健等部门组成的
工作专班，采取“日查+夜查”“联检+抽
检”“明察+暗访”等方式，对辖区内校外
培训机构开展全覆盖式执法检查，严禁
校外培训机构在国庆节期间开展面向中
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要求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国庆节期间不得开门营业，且
需在门面显著位置张贴暂停营业公告。
对开展及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等违规行
为从严治理，严肃查处。

截至10月7日，全市13个区县（市）
共出动各类检查人员1000余人次，累计
检查各类校外培训机构4979所次，查处
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
机构 42个，取缔无证无照黑机构 36个，
查处违规广告11条，切实推进国庆假期

“双减”工作取得实效。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18台共计 615万千瓦的缺煤停机和临检火
电机组陆续并网发电，发电供热企业赴山西对
接签约 350万吨煤炭资源，国庆期间赴山西、陕
西和内蒙古开展驻矿对接协调……

面对近期电煤短缺、供电紧张的形势，全省
相关部门及企业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部
署，把保民生、保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保电“争分
夺秒”，发电机组“应发尽发”，煤炭保供“千方百
计”，用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全力以赴保电保
煤保暖。

据了解，9月27日以来，在政府及各方面共
同努力下，我省有序用电执行力度进一步加强，
辽宁电网未再发生拉闸限电。省工信厅和省电
力公司迅速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对突发紧急情
况做到及时研判应对。

同时，我省通过暂停电熔镁企业生产，为电
网释放电力200万千瓦左右，省内18台共计615
万千瓦的缺煤停机和临检火电机组陆续并网发
电。目前，我省火电厂电煤储量逐步提升，主力
火电厂电煤库存已由 9 月中旬的最低 189 万吨
增加至目前的236万吨，电力负荷缺口已从9月
末的 500 万千瓦以上收窄至目前的 200 万千瓦
左右，电力供应形势逐步好转。

打好保供攻坚战，煤炭供应是关键。9月29
日，省发改委会同省住建厅，带领发电供热企业
赴山西对接签约350万吨煤炭资源。当天，省发
展改革委还组织召开省级应急储煤企业签约会
议，目前已形成了 135万吨煤炭储备，力争在供
暖季前完成200万吨储备任务。

此外，铁煤集团大强煤矿综采工作面安装
进度不断加快，计划 10月末调试完毕正常生产

出煤，供暖季预计可为我省增加 50万吨煤炭供
给。阜矿集团白音华四号矿扩能 300万吨也有
望于近日得到批准。在供热煤炭储备上，我省
要求各地确保储煤量开栓前达到 60%、元旦前
达到80%、春节前达到100%。

保电保煤保暖工作的背后，凝聚着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省上下正以更高站位、
更高要求、更实举措，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
省内煤矿调度，实行产量周报告制度。全面排
查安全隐患，防止因安全问题导致停产影响煤
炭供应。严控发电取暖用煤以外的高耗能用
煤，指导各市将高耗能企业优先列入煤炭可中
断用户清单，供暖季供需紧张时，首先压减高耗
能企业使用煤炭。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综合分析影
响我省用电负荷和发电能力的多种因素，延长
负荷预测时间，为企业安排生产预留更多时
间，同时为我省启动轮停序限方案创造条件。
对高耗能行业进行全面梳理，结合粗钢限产、
停产检修等，优化有序用电方案。对菱镁等
可中断行业用电用户采取“轮停”方式，对钢铁
等有条件的不可中断用电用户采取“序限”等
方式。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全力守住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及时掌握各
类电源发电能力，强化统一调度。全力守住民
生用电底线，积极配合政府落实好有序用电方
案和企业轮停方案，做细做实用户侧各项基础
工作和应急保障措施。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辽宁全力以赴保电保煤保暖 “十一”期间沈阳取缔
36个无证无照黑机构沈康高速将全线贯通

开车从市区到沈北新区
至少节省20分钟

沈康连接线预计本月底建成通
车，届时沈康高速将全线贯通，开车
从沈阳市区到沈北新区可比现在至
少节省20分钟。

在沈康高速与沈阳绕城高速连
接线项目建设现场，该项目3座涉铁
桥梁的跨铁路部分施工已完成，这3
座涉铁桥梁，因跨越国家铁路主干
线，是目前东北地区首例重大跨铁
路顶推施工工程。

根据此前报道，沈康连接线工
程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项目起于
沈阳绕城高速公路北环，沿哈大高
铁西侧由南向北布设，经道义街道、
虎石台街道、财落街道、新城子街
道、黄家街道，到达路线终点沈康高
速公路沈北新区收费站以北。路线
全长24.64公里。沈康高速公路全线
贯通后，沿途共设置有6个收费站。

沈康连接线建成通车后，除了可
使市民开车从市区到沈北新区至少
节省20分钟，市区与沈北新区、法库、
康平等地区来往车辆的通行时间也
将大大缩短。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移动数据显示“十一”来沈游客305.16万人次
“十一”国庆假期，全省各大商贸流通企业

推出系列促销活动，积极开展返利、让利、打折
等丰富多彩的惠民营促销活动，拉动消费增长。

沈阳市铁西、和平、沈河、皇姑、浑南、沈北
等地区分别开展了“全民乐购·约惠铁西”“国际
时尚节”“中街文化节”“乐惠皇姑，共享国庆”

“欢 GO 浑南”“钜惠沈北，乐享消费”等主题促
消费活动，特别是浑南区和铁西区政府共发放
300万消费券拉动实体消费。

大连市精心组织策划“十一大促”系列活
动，借助各大商圈、特色业态和本地生活服务资
源优势，推出50余项特色营销活动，助力节日消
费市场销售放量增长，黄金周期间，大连商场日
均成交量达 4 万多单，销售额 500 多万元，同比
均增长20%以上。

截至昨日,沈阳市文化旅游场所未接到文
旅安全生产事故、突发疫情、重大投诉情况报
告，实现安全、平稳、有序开放运营。

据中国移动提供数据显示，国庆节期间沈阳
市共接待来沈游客305.16万人次，一日游游客占
游客总量的49.1%。省内跨市来沈游客前5位的
城市是铁岭、抚顺、大连、鞍山、辽阳。

据银联数据显示，“十一”期间，来沈游客共
消费 10.49 亿元，消费金额增长 15.62%。其中，

购物消费最多，占整体的 56.51%。其次是餐饮
消费，占整体的13.82%。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全面改陈后迎来首

个长假，节日期间共接待8.32万人次，比2020年
同比增长 118.95%。受影片《长津湖》热映的影
响，每天都有很多市民自发到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祭扫烈士墓。
节日期间“一宫两陵”奉上“古韵风雅 山明

水秀 沈阳盛景 欢度国庆”文旅大餐，沈阳故宫
推出“壮美山河——沈阳故宫馆藏山水题材文
物特展”等多项新增特展。

北陵公园用 60余万盆（株）花卉推出“金菊
满园”大型花展，东陵公园在清福陵陵寝内举办
清代皇家“谒陵仪式”，吸引游客看古建筑、赏精
品展、游菊花海、品文化味。

“十一”期间，“一宫两陵”共接待游客67.84
万人次，成为市民特别是外地来沈游客最为青
睐的旅游线路之一，其中北陵公园接待59.11万
人次，比2020年增长4.25%。

首届中街文化节大型沉浸式活动，10 月 4
日晚在中街上演，采取行进式、沉浸式表演方
式，再现中街近400年发展史。同时，老北市、张
氏帅府、太原街、1905文化创意园、奉天工场、奉
天记忆也纷纷推出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空间，
市民和游客在自由游览的同时，还可参与表演
互动及多项活动。各大景区促进文创产品“上
新”，节日期间，沈阳故宫、张氏帅府景区的人均
消费额均高于2020年、2019年同期水平。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王月宏

“十一”期间，沈阳中街商圈客流量超过200万次。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